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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提升，普通大众对于艺术的追求热情越来

越高涨，美声这一艺术形式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。美声唱法从
欧洲传入中国，由于意大利语与汉语在语音语调上的区别，使
得美声一开始就带有特定的语言环境，以中文来唱美声，往往
在“字”和“腔”上难以抉择。本文以黄刚老师所提出的“以
腔行字”为基础探讨美声唱法歌唱训练，旨在为广大相关从业人
员提供参考。

1  注重气息的训练
声音发出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就是物体的振动，通过空气的传

递到人们的耳朵。人发出声音振动的是声带，再由口腔和鼻腔产
生共鸣，最终形成听到的人声。这个发音过程虽然复杂，但是有
一个最基础的东西，即让声带振动的动力就是我们的气息。所以
无论是以腔行字还是以字行腔，要科学合理地进行美声歌唱训练，
气息是其基础，首先应当注重气息的训练。

气息训练首先要激活胸腹呼吸状态：进行胸腹式深呼吸10
次，注意吸气时横膈膜扩张，呼气时小腹回收，肩膀不要随着呼
吸上下移动，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胸腹上，整个动作过程是自然
放松的状态；在激活胸腹呼吸状态后，身体应当能找到一定的感
觉，之后进行锻炼呼吸能力的训练，吸气后进行吐“嘶”发音2次，
并对这个时长进行计时，随着练习的深入，要不断延长吐“嘶”的
时长，过程中要保证“嘶”字的声音的强弱稳定，平滑顺利地吐
出，不要忽强忽弱，这个吐“嘶”练习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提高
控制气息的能力，并增强气息的稳定程度；在吐“嘶”练习结束
后，可以在进行进行胸腹式深呼吸10次，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；之
后进行一个长时间的吐“嘶”练习时间越长越好，完成后进行慢
呼慢吸，调整好呼吸节奏；最后进行一个急吸急呼训练，用胸腹
快速地呼气吸气，像小狗哈气，可以根据一首歌的节奏来进行练
习，这样的练习能够很好地增强我们在进行美声歌唱时换气的速
率、提高换气效率，使负责呼吸的相关肌肉更加灵活。

笔者所列的气息练习并不具备针对性，只是一般的气息练
习，美声唱法的歌唱者，要根据自身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气息训
练，做有针对性的训练。

2  理解“以腔行字”的内涵并运用
对于很多的艺术从业者，他们往往有这样一个思维惯性，

当然也有可能是受到本身从业的职业性影响，即重技重艺重法度、
轻艺轻文轻性情，他们往往重视“技”的训练和培养，而忽略“艺”
的感悟和提高。所以对于美声唱法训练也是如此，在训练时不能
一味地去追求“技”而忽略“艺”。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就要深入
了解“以腔行字”的内涵。

“以腔行字”与“以字行腔”二者相对，“以字行腔”
就是说在强调字正的前提下，再运用腔体发声，发声的规范不能
破坏咬字的规范。而黄刚老师在《“以腔行字”——美声唱法训练
之我见》一文中提出了“以腔行字”的说法，即注重腔体发声，而
字随腔走。美声唱法最初从欧洲传来，以意大利语为基础，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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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不像汉语没有语音语调，而中文在歌唱时必须要咬字清楚，
就连语调都要注意，这必然会对歌曲原本的腔调造成影响。如此
一来，“以腔行字”的美声唱法训练便有章可循。在平时的练习中，
注意歌曲本身的腔调与咬字间的相互配合，以求在不破坏歌曲原
本旋律和节奏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统一。最基本的练习方法即练习
演唱有英文美声改编的中文美声歌曲，如《我的太阳》，可以先练
习唱一遍英文版的《我的太阳》，在练习唱一遍中文版的《我的太
阳》，在不断的对比练习中体会“以腔行字”的实际运用。

3  练习经典美声歌曲，从中寻找不足
美声唱法自传入中国以来，无数的艺术工作者根据美声唱法

的特点，结合汉语的语音语调，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中文美声歌曲，
并由诸多优秀的歌唱家演绎出来，如戴玉强老师的《青春之歌》、

《我像雪花天上来》，朱明瑛的《大海啊，我的故乡》。歌唱者在平
时训练时要以这些经典曲目为基石，通过演唱经典曲目来体会

“以腔行字”是如何具体运用到每一首歌曲之中的。在演唱这些经
典曲目时注意录音，将自己的演唱的声音录下来，与原唱进行对
比，这样可以更为具体细致地了解自己在对歌曲的处理上存在的
不足。有条件的话在演唱时可以让几位同行聆听，听听他们对于
自己演唱中存在的不足和缺点，以便自己更好的改正。

每个人的声音条件不同，同一首歌曲用美声的唱法唱出来也
会不尽相同，所以在录音对比时，不是要求自己唱出来的声音一
定要和原声有多像，如果一味地追求像那就成了模仿秀了。而是
要通过对比知晓自己的不足，或者是发声、音调方面的缺陷，在
保留自己原汁原味的声线基础上科学地提高自己。

4  结束语
美声唱法毕竟是从欧洲传到中国，是以意大利语为基础而形

成的歌唱艺术，而意大利语发音和汉语的发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
“以腔行字”的美声唱法与“以字行腔”的中国传统声乐观点有着
天壤之别，歌唱者首先要明白两者的本质区别，才能在平时的歌
唱训练中有意识地进行调整。歌唱者平时也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
习，用理论更加科学合理地指导自己的美声歌唱训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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